
歷簡者作

-
4間m溪
》

。現經學

主
主
"

由
自
然
生
態
觀
點
衍
發
的

-祖國-

此
一
莎
白
回
心

美
貞

歷
•• 

美
國
哈
佛
大
學
設
計
研
究
院
景
觀
建
築
碩
士

歷
•• 

前
中
國
文
化
大
學
造
圈
暨
景
觀
學
系
系
主
任
(
一
九
八
五
|
一
九
九
二
、
樹
茂
工
程
顧
問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總
經
理

曬•• 

景
觀
建
樂
師
、
內
政
部
都
市
計
畫
委
員
會
委
員
、
台
北
市
都
市
設
計
審
議
委
員
會
委
員
、
行
政
院
農
委
會
休
閒
農
業
委
員
會
委

員
、
中
華
民
國
國
家
公
園
學
會
出
版
社
社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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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
削
→-1
口

人
類
文
明
之
興
起
與
都
市
的
形
成
多
與
河
流
有
密
不
可
分
的
關
係
。
由
於
河
水
不
但
供
給
人
類
日
常
所

需
的
用
水
、
提
供
農
田
灌
溉
之
需
求
，
又
扮
演
著
運
輸
之
功
能
，
是
故
人
類
的
活
動
及
發
展
常
常
傍
河
而
生
.
，

從
中
國
的
黃
河
流
域
、
埃
及
的
尼
羅
河
流
域
、
印
度
的
恆
河
流
域
到
西
亞
美
索
不
達
米
亞
的
兩
河
流
域
，
都

是
人
類
文
化
發
展
與
河
流
關
係
密
切
的
最
佳
寫
照
。

觀
之
台
灣
的
地
理
，
山
脈
輿
複
雜
交
錯
的
溪
流
可
說
是
其
自
然
環
境
的
特
色
.
，
河
流
密
集
交
織
在
山
坡

與
平
原
上
，
大
大
小
小
共
計
有
一
百
五
十
一
條
。
這
些
河
流
不
但
蘊
含
著
島
上
豐
富
的
地
形
、
滋
養
著
土
地

與
生
命
，
更
孕
育
著
台
灣
地
區
數
百
年
來
開
墾
的
歷
史
與
文
化

••. 

由
於
它
山
川
水
景
與
風
土
民
情
的
美
麗
，

為
台
灣
博
取
了

3
3
0

曲
曲
的
美
名
。
然
而
，
過
去
幾
十
年
來
，
台
灣
在
土
地
的
開
發
與
管
理
上
，
一
直
把
重

點
放
在
平
原
與
山
坡
地
上
，
對
於
四
周
的
海
洋
及
島
內
的
河
流
，
雖
然
在
台
灣
的
地
理
生
態
上
扮
演
重
要
角

色
，
但
長
久
以
來
一
直
不
被
重
視
。
一
如
世
界
上
其
他
的
國
家
一
攘
，
在
面
臨
人
口
膨
脹
與
經
濟
發
展
快
速

壓
力
所
造
成
「
人
與
河
流
爭
地
」
、
「
垃
圾
輿
污
水
無
止
盡
的
向
河
流
傾
洩
」
的
情
況
下
，
河
川
嚴
重
遭
遇

到
污
染
與
水
源
破
壞
的
問
題
.
，
河
流
的
美
質
與
珍
貴
性
幾
乎
已
被
人
們
辦
棄
，
人
與
河
流
那
一
份
密
不
可
分

的

被
逐
漸
淡
忘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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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
年
，
「
中
國
時
報
」
針
對
台
灣
水
土
保
持
不
當
所
引
發
的
河
川
或
水
資
源
問
題
，
已
作
了
一
系
列
的

。
總
括
而
言
，
就
台
灣
地
區
河
川
現
行
面
臨
最
主
要
的
問
題
包
括
有

•• 

河
口
及
河
川
浪
砂
、
河
岸
發
展

過
度
、
地
表
逕
流
量
增
加
、
河
流
使
用
過
度
、
河
流
水
質
污
染
、
水
量
不
穩
及
河
岸
沖
刷
等
問
題
。
而
就
這

些
問

，
若
不
談
河
流
上
游
或
沿
岸
的
水
土
保
持
工
作
，
僅
就
河
流
本
身
或
沿
岸
的
土
地
利
用
規
劃
而

-
-
7

不
難
發
現
，
台
灣
過
去
大
多
數
的
研
究
或
努
力
，
多
偏
重
在
河
川
的
治
理
工
作
上
.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以
「
用
水
」

「
治
水
」
的
考
量
為
主
要
的
規
劃
目
標
。
近
幾
年
來
，
在
有
心
的
環
境
設
計
師
、
建
築
師
及

都
市
生

活
品
質
的
相

人
士
推
動
下
，
一
些
河
流
的
利
用
規
劃
開
始
由
「
人
本
」
的
角
度
來
發
展
，
並
提
倡
「
親
水

活
動
」
與
「
遊
憩
」
功
能
的
重
要
。
但
惟
獨
對
於
河
川
生
態
與
環
境
保
護
的
問
題
，
未
被
廣
泛
地
探
討
並
納

入
規
劃
的
過
程
中
，
。

若
以
建
築
、
規
劃
專
業
發
展
的
趨
勢
來
看
，
自
二
十
世
紀
初
，
由
包
浩
斯

a
g
g
5
)

學
派
提
倡
「
型
闊

機
能
而
生
」
理
念
所
帶
動
的
風
潮
以
來
，
近
一
個
世
紀
的
規
劃
、
設
計
理
念
，
多
是
圍
繞
在
機
能
、
功
能
性

等
因
素
的
必
要
性
上

•• 

及
至
七
十
年
代
，
開
始
著
重
於
文
化
的
差
異
性
，
亦
即
是
以
對
「
人
」
或
「
社
會
」

的

'
視
為
規
劃
設
計
思
潮
的
主
流
。
但
大
多
數
的
專
業
者
仍
往
往
忽
略
了
自
然
生
態
環
境
在
無
形
中
對

人
類
的
影
響
輿
互
動
。
是
故
，
近
十
餘
年
來
，
有
許
多
國
外
的
規
劃
學
者
己
對
這
項
缺
失
加
以
反
省
，
並
確

認
為
惟
有
透
過
環
境
保
護
的
過
程
，
才
能
真
正
創
造
人
類
與
自
然
界
的
和
諧
關
係
'
滿
足
人
類
心
靈
之
需
求
。

綜
觀
人
類
的
歷
史
，
各
種
文
明
制
度
或
政
府
制
度
多
會
起
起
落
落
，
傳
統
、
價
值
判
斷
及
各
種
政
策
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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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隨
時
間
的
流
轉
而
變
.
，
只
有
自
然
環
境
中
一
些
持
久
不
誠
的
架
構
，
不
斷
地
影
響
人
類
建
構
出
各
種
相
對

應
的
生
活
空
間
。
於
是
乎
，
一
個
城
市
的
面
貌
，
就
在
其
自
然
環
境
的
演
替
及
人
類

間
有
意
或
無
意
的

發
展
下
，
混
合
衍
生
出
來
。
在
這
其
間
，
人
類
或
為
試
圖
改
善
居
住
的
環
境
，
希
望
撞
致
更
安
全
的
庇
護
、

食
物
、
水
及
能
源
而
努
力
於
各
種
建
設
，
這
些
本
能
原
是
無
可
厚
非
，
並
也
因
此
帶
來
人
類
文
明
的
進
步

•• 

但
有
時
「
人
定
勝
天
」
的
企
圖
，
卻
帶
給
自
然
環
境
無
可
復
原
的
影
響
輿
壓
迫
。
以
美
國
切
。
由
阱
。
但
為
例
，
過

去
一
百
五
十
年
的
人
為
開
發
所
造
成
的
環
境
衝
擊
及
變
化
，
依
科
學
家
們
的
觀
察
，
可
抵
得
上
自
然
環
境
一

萬
年
的
演
變
。

人
類
在
建
設
都
市
或
生
活
空
間
時
，
常
以
各
種
科
學
技
術
應
用
於
人
類
需
求
及
各
種
環
境
問
題
，
以
為

各
種
都
市
發
展
、
人
類
需
求
問
題
可
以
因
此
獲
致
解
決
，
卻
不
意
將
人
類
社
會
自
絕
於
土
地
的
環
境
價
值
及

文
化
關
聯
之
外
。
而
在
經
濟
發
展
重
於
一
切
的
政
策
引
導
下
，
更
促
使
人
類
投
注
大
量
的
土
地
及
資
源

•• 

大

規
模
的
都
市
擴
張
使
得
土
地
的
自
然
生
產
力

之
喪
失
，
各
種
人
類
所
製
造
出
的
都
市
廢
棄
物
卻
造
成
環
境

沉
重
的
壓
力
。
由
於
對
大
自
然
生
態
過
程
的
輕
忽
，
相

之
，
也
忽
略
了
能
源
再
利
用
及
再
創
造
土
地
生
產

力
的
可
能
性
與
機
會
。
如
此
過
於
強
調
創
意
與
實
用
以
致
完
全
忽
略
大
自
然
的
動
態
過
程
，
並
因
缺
乏
紀
錄

人
類
與
自
然
活
動
歷
史
軌
跡
的
企
圖
，
使
人
類
所
生
活
的
都
市
空
間
失
去
了
彈
性
及
務
實
的
基
礎
。
這
實
在

是
一
個
值
得
再
深
思
的
問
題
。



河流，賢，與河煒土地利用之規劃輿骰計

247 

人

故

就
以
河
流
及
其
沿
岸
土
地
利
用
發
展
的
軌
跡
為
例
，
翻
開
人
類
的
歷
史
，
不
論
古
今
中
外
，
人
類
生
活

與
河
流
之
間
不
可
避
免
的
有
著
密
切

係•• 

從
遠
古
即
利
用
的
「
用
水
」
、
「
飲
水
」
、
「
洗
游
」
、
「
清

潔
」
功
能
，
到
「
治
水
」
與
城
市
之
興
起
、
貿
易
之
興
衰

，
以
至
於
十
八
、
十
九
世
紀
時
期
工
業
革
命

後
，
隨
著
都
市
規
模
的
擴
大
及
當
時
經
濟
發
展
的
需
要
，
河
川
更
被
應
用
於
工
業
生
產
的
過
程
輿
產
品
的
運

輸
上
•• 

河
流
沿
岸
不
乏
大
小
工
廠
林
立
。
但
是
到
了
十
九
世
紀
末
、
二
十
世
紀
初
，
.
交
通
工
具
日
新
月
異
，

飛
航
與
公
路
建
設
的
便
搓
，
使
河
川
的
運
輸
功
能
在
人
類
民
生
發
展
中
不
再
扮
演
舉
是
輕
重
的
地
位

•• 

河
道

逐
漸
淤
積
乏
人
問
津
。
二
十
世
紀
中
葉
以
來
，
高
科
技
產
業
成
為
工
業
的
主
流
，
河
流
所
掛
演
的
經
濟
地
位

更
是
一
落
千
丈
。

就
在
河
流
失
去
了
生
產
及
運
輸
的
重
要
功
能
，
並
在
河
流
生
態
環
境
遭
到
前
所
未
有
的
浩
劫
之
時
，
許

多
人
開
始
反
省
並
檢
討
對
河
川
的
整
治
與
再
利
用
之
嘗
試
，
期
使
河
流
能
重
回
人
群
的
懷
抱
。
因
此
，
水
岸

發
展
在
近
廿
年
來
國
外
都
市
更
新
與
整
建
中
掀
起
了
一
股
時
尚
與
風
潮
，
除
了
涉
及
水
岸
土
地
利
用
及
更
新

外
，
有

憩
設
施
及
綠
地
系
統
也
納
入
了
考
量
。
許
多
城
市
與
地
區
不
僅
積
極
地
整
治
淤
積
與
受
污
染

的
河
川
，
也
重
新
整
修
輿
再
利
用
水
岸
旁
已
廢
棄
的
設
施
，
將
其
開
發
成
公
共
娛
樂
及
休
憩
的
場
所
，
並
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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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
尋
回
人
頭
發
展
與
河
流
利
用
的
歷
史
脈
絡

•• 

親
水
活
動
的
開
發
、
河
潰
公
園
的
建
立
、
其
他
水
岸
商
業
、

藝
術
文
化
、
教
育
活
動
的
興
起
及
河
流
沿
岸
自
然
生
態
體
系
之
保
存
，
都
成
為
河
流
再
開
發
的
重
點
，
也
為

河
流
的
再
利
用
寫
下
新
的
一
頁
歷
史
。
以
美
國
費
城
的
德
拉
瓦
河
、
英
國
倫
敦
的
泰
唔
士
河
及
其
河
岸
地
區

再
利
用
的
計
畫
為
例

•• 

美
國
費
城
的
德
拉
瓦
河

(
U
E
Z
Z
E
4

叩
門
)
，
早
期
主
要
被
做
為
工
業
產
品
原
料
運
輸
及
商
品
貨
連
之
用
，

河
岸
兩
側
工
廠
、
碼
頭
、
倉
庫
集
結
，
隨
著
二
十
世
紀
中
葉
以
後
高
科
技
產
業
的
興
起
，
取
代
原
有
勞
力
密

集
或
資
本
密
集
產
業
，
這
些
沿
河
工
廠
開
始
沒
落
.
，
直
到
一
九
七
六
年
為
了
慶
祝
美
國
獨
立
二
百
週
年
，
並

紀
念
這
個
美
國
獨
立
運
動
的
發
源
地
，
德
拉
瓦
河
沿
岸
邊
開
始
進
行
河
流
及
水
岸
的
重
建
輿
再
利
用
的
工
作
。

其
規
劃
設
計
目
標
在
於
反
映
美
國
獨
立
與
建
國
歷
史
的
精
神
與
歷
程
。
現
在
德
拉
瓦
河
上
已
有
載
客
遊
河
輿

歷
史
導
覽
的
活
動
，
岸
邊
的

M
M
O
B
-師
們
呂
丘
品
也
已
發
展
成
集
「
教
育
」
、
「
娛
樂
」
、
「
休
閒
」
、
「
聚

會
」
及
「
帆
船
展
覽
」
等
各
種
相
關
功
能
的
活
動
場
所
。
沿
岸
地
區
並
發
展
為
住
宅
、
旅
館
、
餐

與
商
業

等
各
種
經
濟
活
動
，
同
時
河
岸
綠
帶
系
統
的
延
伸
，
使
更
多
市
民
能
受
惠
於
親
水
性
的
各
項
活
動
。

英
國
倫
敦
泰
唔
士
河

(
2
m
g
g
E
Z

己
曾
是
歐
洲
著
名
的
水
質
污
染
河
川
。
十
九
世
紀
中
葉
，
隨
著
家

庭
沖
水
馬
桶
(
司
令
)
的
盛
行
及
都
市
人
口
的
大
量
增
加
，
泰
唔
士
河
受
人
為
排
放
廢
棄
物
及
沿
河
工
業
產
生
的

廢
水
污
染
，
已
幾
近
使
河
中
所
有
魚
額
絕
跡
，
連
同
流
域
內
的
水
鳥
也
不
復
見

•• 

沿
河
的
居
民
無
法
忍
受
其

薰
天
臭
氣
，
更
有
居
民
因
飲
用
河
水
而
感
染
霍
亂
等
傳
染
病
。
這
峙
的
泰
唔
士
河
可
說
是
成
了
一
灘
死
水
.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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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
國
政
府
於
是
將
河
川
整
治
重
點
工
作
放
在
全
線
污
水
下
水
道
處
理
系
統
的
改
善
及
水
質
檢
測
，
直
到
西
元

一
八
七
四
年
，
水
質
污
染
的
情
形
首
次
獲
得
改
善
。
然
而
，
二
十
世
紀
中
葉
，
泰
暗
士
河
又
被
工
業
及
家
庭

廢
水
重
度
污
染
.
，
水
中
溶
氧
幾
近
等
於
零
，
河
流
中
僅
能
存
活
一
些
嫌
氧
性
之
生
物
。
英
國
政
府
因
此
再
花

費
十
年
的
時
間
重
新
整
治
該
河
，
引
進
了
最
先
進
的
污
水
處
理
設
備
、
扭
注
入
大
量
的
人
力
與
財
力
，
並
且

依
照
污
染
點
水
質
監
測

結
果
逐
一
整
治
.
，
到
了
一
九
六

0
年
代
，
水
質
改
善
措
施
才
有
了
進
一
步
的
效

果
。
今
日
泰
唔
士
河
中
悠
游
的
魚
類
雖
不
再
真
有
高
度
經
濟
價
值
，
河
水
也
已
非
倫
敦
地
區
居
民
的
主
要
飲

用
水
來
源
，
並
且
再
不
復
十
八
世
紀
時
期
航
運
的
重
要
地
位

•• 

但
潔
淨
的
河
水
與
優
美
的
水
岸
公
園
，
卻
提

供
了
市
民
泛
舟
、
垂
釣
、
漫
步
、
聚
會
、
遊
河
的
休
閒
場
所
，
不
僅
向
世
人
展
現
其
河
流
百
年
整
治
的
成
果
，

也
為
河
流
的
再
開
發
展
現
了

。

這
些
河
川
的
整
治

與
再
利
用
固
然
提
供
了
人
們
休
憩
的
場
所
及
親
水
的
機
會
，
但
卻
忽
略
了
河
川

生
態
過
程
的
重
要
性
.
，
並
且
需
要
賴
大
量
能
源
及
成
本
的
把
注
，
對
河
川
環
境
影
響
深
遠
。
河
川
環
境
仍
舊

遭
到
有
形
的
破
壞
，
都
市
持
續
的
發
展
之
後
，
砍
伐
森
林
及
河
川
流
域
的
被
侵
占
，
使
地
表
逕
流
量
增
加
.
，

人
為
排
水
與
污
水
渠
道
的
大
規
模
興
築
也
直
接
影
響
了
河
川
水
質
與
生
態
環
境
，
並
加
速
了
侵
蝕
與
洪
水
作

用
發
生
的
強
度
及
頻
率

•• 

人
類
生
命
及
財
產
安
全
相
對
受
到
威
脅
，
這
些
問
題
並
未
獲
得
有
效
地
改
善
。

是
故
，
許
多
生
態
學
者
及
景
觀
建
築
師
多
所
著
墨
著
書
，
試
圖
喚
起
人
們
對
多
樣
化
之
生
態
及
自
然
系

統
的
尊
重
，
景
觀
設
計
師

Z
Z
Z

旦
回

g
m
v
即
曾
強
調
.. 

「
人
為
景
觀
規
劃
應
能
適
切
地
表
達
自
然
界
的
活
力
，



美祖區溪的，直治

並
且
可
以
與
都
市
中
生
態
及
社
會
的
脈
動
緊
密
的
結
合
」
。
以
往
都
市
中
所
謂
好
的
設
計
，
多
是
需
耗
費
大

量
的
能
源
及
成
本
、
精
力
，
以
維
持
其
設
計
效
果
.
，
諸
如
沿
街
的
衛
生
下
水
道
系
統
及
人
為
精
心
設
計
的
都

市
空
間
，
往
往
都
是
以
對
河
流
造
成
侵
蝕
、
洪
氾
災
害
的
代
價
所
換
來
的
.
，
都
市
中
完
善
的
污
水
排
水
系
統

工
程
，
事
實
上
也
是
水
體
優
養
化
的
罪
魁
禍
首
。
就
在
正
視
人
類
生
產
環
境
受
到
嚴
重
破
壞
的
同
時
，
反
觀

我
們
居
住
的
環
境
，
更
是
一
個
充
滿
經
濟
壓
力
、
高
科
技
產
物
、
使
用
大
量
能
源
、
及
違
反
自
然
的
各
項
設

計
之
集

影
。
我
們
可
以
舉
加
拿
大
多
倫
多
市

3

月
。
早
已
的
。
c
g

閏
月

Z
E

水

，
也
是
環
境
惡
化
的

岸
為
例
，
在
六
十
年
代
這
個
二
點
五
英
哩
長
的
海
岸
本
要
開
闢
為
港
灣
擴
充
地
，
所
幸
因
為
經
濟
衰
退
的
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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響
，
保
存
了
這
片
海
岸
淨
土

•• 

如
今
因
為
沒
有
人
為
開
發
的
干
涉
，
它
已
成
為
一
個
有
一
百
五
十
種
植
生
及

一
百
八
十
五
種
鳥
類
生
憊
的
環
境
教
室
，
這
正
代
表
著
自
然
界
強
大
的
生
命
力
。
原
先
若
是
因
原
計
畫
政
治

上
的
壓
力
，
強

「
開
發
」
這
片
「
荒
地
」
，
使
之
成
為
船
塢
、
遊
戲
場
、
草
地
、
停
車
場
、
並
栽
以
觀
賞

植
物
等
，
發
揮
其
遊
憩
功
能

•• 

在
開
發
之
後
，
可
能
造
成
的
景
觀
應
會
是
一
片
市
民
活
動
遊
憩
之
地
，
但
所

能
維
持
的
生
態
系
卻
可
能
與
都
市
中
其
它
的
開
放
空
間
或
公

一
般
，
只
有
五
、
六
種
植
生
種
類
。
這
個
時

候
，
我
們
所
應
反
省
的
是

•• 

那
一
種
發
展
才
能
真
正
表
現
出
都
市
的
自
然
過
程
呢
?
我
們
是
否
已
忘
卻
了
美

的
本
質
原
就
是
與
生
俱
來
的
景
觀
環
境
?
因
此
，
呂
各
自
己
向

o
c
m
v所
倡
導
的
即
就
是
在
景
觀
規
劃
設
計
中
詮

釋
自
然
，
使
我
們
感
受
到
時
間
與
地
方
性
的
脈
絡
，
並
實
踐
以
自
然
為
設
計
基
礎
己
且
它

d
i
F
Z
E
E
O
)

的
哲
學
於
人
為
景
觀
設
計
中
。



所
以
，
河
流
及
河
岸
資
源
「
再
」
利
用
最
基
本
的
考
量
應
包
括

•• 

ω
適
宜
各
種
親
水
性
活
動
的
舉
行
，
但
儘
量
減
少
對
河
流
景
觀
與
水
體
本
身
造
成
不
當
破
壞
。

ω
必
要
性
公
共
設
施
的
建
設
與
流
域
內
土
地
利
用
的
整
體
規
劃
'
水
岸
之
土
地
利
用
需
考
量
河
滿
自
然

生
態
系
統
的
特
質
。

ω
透
過
景
觀
設
計
與
河
川
整
治
的
方
法
，
增
加
水
域
的
可
及
性
，
並
維
護
河
流
動
態
系
統
的
生
命
力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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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
其
生
產
之
永

不
被
破
壞
。

這
些
考
量
都
是
河
流
景
觀

過
程
中
不
可
或
缺
的
部
份
。
我
們
若
能
以
尊
重
河
流
自
然
的
生
命
週
期

及
回
歸
河
川
天
然
美
的
精
神
，

河
流
反
璞

員
，
回
復
其
本
來
澄
澈
的
面
貌
與
環
山
綠
水
的
美
，
才
能
使

人
與
河
流
的
故
事
美
厲
地
延
續
下
去
。

流
E主
尿

規

議
4
4
4
4
"

係

在
河
流
規
劃
與
再
利
用
的
發
展
契
機
中
，
河
流
景
觀
規
劃
設
計
扮
演
著
將
河
流
自
然
美
感
重
新
詮
釋
輿

塑
造
的
任
務
，
並
將
人
與
河
流
的
關
係
進
一
步
的
緊
密
結
合
。
尤
其
在
環
境
價
值
與
環
境
保
育
意
識
逐
漸
受

到
重
視
之
時
，
尊
重
自
然
與
環
境
之
本
質
，
應
是
土
地
開
發
、
資
源
管
理
與
規
劃
之
基
本
精
神
.
，
不
僅
回
歸

自
然
與
重
視
生
態
之
哲
學
應
被
實
踐
，
環
境
資
源
與
人
文
歷
史
之
價
值
也
應
受
到
重
視
。
景
觀
規
劃
師

H
S
H
t



黃面臨漠的!Il;，台

Z
R

閏
月
間
認
為
，
對
自
然
生

質
之
了
解
在
實
質
規
劃
上
的
助
益
很
大
，
尤
其
在
了
解
自
然
生
憊
的
演
變

過
程
後
，
自
然
生
態
反
而
打
破
了
它
對
實
質
規
劃
上
的
限
制
，
而
成
為
景
觀
規
劃
師
在
想
像
力
的
探
索
與
美

學
設
計
中
的
一
項
新
挑
戰
。

為
了
重
新
喚
起
人
們
對
河
流
自
然
美
景
與
功
能
的
感
受
力
，
並
且
反
省
人
與
所
存
在
的
河
流
生
態
環
境

的
關
係
，
以
避
免
過
度
的
土
地
利
用
而
破
壞
河
川
永
續
經
營
之
特
性
，
我
們
應
更
積
極
地
重
新
以
生
態
環
境

的
角
度
探
索
河
川
再
利
用
的
契
機
，
使
河
川
的
利
用
與
我
們
的
生
活
能
夠
緊
密
地
結
合
在
一
起
。
建
築
理
論

家
門
U
E
E
S
Z
O

品
叩
門
m
-
P
V
C
-
N曾昔
日•• 

「
在
規
劃
設
計
中
能
反
應
出
自
然
，
應
是
出
於
對
自
然
的
了
解
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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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此
，
在
討
論
河
流
規
劃
設
計
之
前
，
先
談
談
河
流
的
本
質
輿
特
性
，
以
做
為
河
流
規
劃
設
計
的
基
礎
。

河
流
生
生
不
息
的
生
命
週
期

河
流
的
一
生
就
像
人
類
一
樣
，
有
幼
年
、
壯
年
、
老
年
的
階
段
，
在
這
個
生
命
週
期
中
，
最
重
要
的
生

命
現
象
主
要
表
現
在
水
循
環
與
河
川
地
形
生
態
上
。

水
循
環
乃
係
河
流
動
態
系
統
的
特
色
，
其
過
程
及
特
色
包
括

•• 

@
植
物
的
吸
收

.. 

落
到
地
表
的
降
雨
，
先
被
地
表
森
林
或
各
層
級
之
植
物
所
吸
收
並
涵
養
。

@
土
壤
的
滲
透

.. 

未
被
植
物
吸
收
的
水
份
，
透
過
滲
透
過
程
被
土
壤
吸
收
。

@
地
表
逕
流
形
成

•• 

土
壤
有
吸
收
水
份
之
上
限
，
稱
作
可
滲
透
容
量
(
古
巴
寄
生

8
9
3
n
5
)

，
若
水
量
超
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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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雪3

此
一
容
量
，
多
餘
的
水
份
就
會
沿
大
地
坡
度
流
至
河
流
、
湖
泊
及
沼
澤
之
中
形
成
地
表
逕
流

a
E
0

月
)
，

而
河
川
水
資
源
因
此
可
以
被
直
接
補
充
。

@
蒸
發
與
蒸
散
•. 

水
份
胖
存
部
份
因
蒸
發
作
用

(
7

名
。
且
已
8
)

回
到
大
氣
中
，
而
被
地
表
植
物
吸
收
的
水
份

也
會
透
過
「
蒸
散
作
用
」
釋
回
大
氣
中
。
降
於
地
表
之
水
量
有
三
分
之
二
透
過
蒸
發
與
蒸
散
作
用
，
又
回

歸
大
氣
之
中
，
。

@
水
平
衡

•• 

在
水
循
環
的
過
程
中
，
若
不
受
外
界
的
干
擾
及
人
為
之
開
發
與
利
用
，
最
後
可
達
到
水
平
衡

有

E
R
E
-
8
2
)

。
所
謂
水
平
衡
是
指
降
水
量
等
於
植
物
吸
收
、
蒸
發
/
蒸
散
量
、
地
表
逕
流
量
、
土
壤

溼
度
增
加
量
、
地
下
水
增
加
量
、
地
下
水
溢
出
量
之
總
和
的
一
種
平
衡
狀
態
。

水
循
環
是
創
造
河
流
生
生
不
息
特
性
的
主
要
因
素
，
也
直
接
地
影
響
地
球
地
理
與
生
態
之
平
衡
。
河
流

的
再
生
能
力
，
使
河
流
在
生
命
過
程
中
造
就
了
許
多
河
川
地
形
，
也
影
響
了
流
域
間
的
土
地
使
用

•• 

透
過
地

質
環
境
的
變
動
，
河
川
生
命
過
程
會
產
生
回
春
作
用
，
使
河
川
演
化
回
到
幼
年
時
期
。
整
個
河
流
地
形
生
態

的
演
變
是
如
此
週
而
復
始
、
生
生
不
息
的
。
河
川
生
命
循
環
中
主
要
的
影
響
成
因
包
括

•• 

@
河
川
的
侵
蝕
及
沖
蝕

•• 

在
河
流
由
幼
年
、
壯
年
、
老
年
演
變
的
生
態
過
程
裡
'
因
侵
蝕
與
沖
蝕
力
的
作
用
，

造
就
了
許
多
流
域
內
的
河
川
地
形
，
包
括
急
流
、
瀑
布
、
峽
谷
、
曲
流
、
支
流
、
沖
積
平
原
、
沼
澤
與
天

然
湖
泊
。
基
本
上
，
河
流
及
降
雨
侵
蝕
土
壤
為
自
然
界
地
質
變
化
之
一
環
。

@
河
川
流
域
的
土
地
利
用

•• 

「
流
域
」
乃
係
河
川
上
游
集
水
區
及
中
下
游
所
有
流
經
之
坡
地
、
平
原
和
村
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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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
域
的
總
合
。
流
域
地
區
也
是
一
個
河
流
整
治
與
景
觀
規
劃
的
整
體
單
元
。
往
往
上
游
地
區
不
當
之
開
發

行
為
，
會
造
成
中
、
下
游
地
區
之
負
面
影
響
自
己
剛
剛
叩
門
戶
口
吧
，
例
如
下
游
地
區
的
水
質
惡
化
與
洪
災
，
往
往

是
與
上
游
的
不
當
開
發
有

。

@
山
坡
地
災
害
•. 

當
河
川
坡
地
未
被
人
為
破
壞
時
，
受
河
川
沖
蝕
所
流
失
的
土
壤
輿
母
岩
風
化
所
產
生
之
土

填
應
維
持
均
衡
狀
態

•• 

然
而
人
為
開
發
卻
導
致
坡
地
受
到
加
速
沖
蝕

E
R

。
-
z
s
a
p

。
也
8
)

之
作
用
，

流
失
之
土
壤
，
大
量
能
澱
於
河
流
中
'
並
造
成
河
川
水
質
惡
化
。
當
土
壤
大
量
流
失
使
母
岩
裸
露
時
，
包

括
落
石

a
R
E
m
-
-
由
)
、
地
滑
G
E
g
)

、
泥
流
、
土
流
及
雪
崩
(
嵩
旦
旦
。

3
.
E
Z
E
o
d
F

〉
S
E
R
F
g
)

、

潛
移
古
巴

p
s
t

等
地
質
災
害
會
因
而
發
生
。

河
川
地
形
之
變
化
隨
其
生
命
週
期
而
不
斷
自
行

整
，
河
道
的
寬
度
、
深
度
、
河
流
型
態
也
因
之
發
生

改
變
，
連
洪
水
平
原
之
高
度
也
會
發
生
變
化
。

之
，
河
流
生
命
的
週
期
是
循
環
不
斷
的
，
河
川
地
形
與
河

流
的
生
態
環
境
相
互
作
用
並
伴

著
改
變
，
成
為
大
自
然
生
態
系
的
一
環
。

河
流
具
無
眼
的
生
產
力

對
水
中
生
態
系
而
言
，
河
流
蘊
藏
生
產
力
.
，
水
中
綠
色
植
物
可
以
行
光
合
作
用
產
生
熱
能
，
水
中
藻
類

需
要
岩
石
風
化
作
用
流
入
河
水
的
不
可
溶
解
之
礦
物
質
(
包
括
鐵
、
錚
、
鉛
、
鋼
等
礦
物
質
養
分
)
，
水
中

魚
類
則
以
浮
游
生
物
維
生
﹒
﹒
所
以
健
康
的
河
水
含
有
多
種
共
生
之
生
物
而
形
成
豐
富
之
水
中
食
物
鏈
體
系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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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
可
供
給
各
種
生
物
必
要
之
飲
用
水
源
輿
食
物
水
源
。
健
全
河
流
生
生
不
息
的
生
命
力
使
河
流
蘊
含
的
生
產

力
不
虞
枯
竭
•• 

但
若
河
水
受
污
染
後
，
就
造
成
水
體
優
養
化
自

E
B
Z
E

立
8
)

，
水
的
溶
氧
量
變
低
，
食
物

系
受
到
破
壞
，
多
數
魚
類
會
無
法
生
存
。

包
括
建
築
理
論
家
吾
吾
叩
門

m
w
v
c
z
在
內
的
多
數
建
築
師
或
設
計
師
，
雖
明
白
唯
有
實
際
對
自
然
的
了

解
，
才
可
在
規
劃
設
計
中
反
應
出
自
然
，
不
過
，
他
們
所
強

規
劃
設
計
內
容
或
範
疇
卻
著
重
於
人
的
尺

度
空
間
與
視
域
範

.
，
實
際
上
，
任
何
自
然

形
成
是
不
可
分
割
的
，
也
是
一
種
無
形
的
連
續
現
象
。

所
以
在
談
河
流
景
觀
規
劃
時
，
僅
以
有
形
或
有
限
的
尺
度
來
考
量
或
發
展
適
合
人
額
休
憩
的
場
所
或
空
間
是

不
合
宜
的
。
一
個
理
想
的
河
流
景
觀
規
劃
，
需
從
流
域
整
體
來
考
量
，
作
區
域
性
的

配
合
•• 

並
且
掌
握

其
在
時
間
上
演
變
的
連
續
化
。
因
此
，
為
求
得
人
與
河
流
生
態
界
的
平
衡
與
和
諧

係
，
我
們
在
此
必
須
強

調
兩
個
理
念
•. 

@
河
流
的
地
形
生
態
、
水
循
環
與
水
質
本
質
的
認
知
與
特
性
應
被
融
入
規
劃
設
計
中

如
此
除
可
減
少
對
水
資
源
的
破
壞
，
並
且
還
給
河
流
一
個
自
然
的
面
貌
，
也
維
持
其
功
能
的
永
續
性
發
展
.
，

譬
如
以
都
市
森
林
涵
養
地
下
水
、
淨
化
河
川
水
質
與
防
洪
。
為

設
計
輿
維
護
具
有
經
濟
特
性
，
可
在
潰

河
公
園
規
劃
時
，
除
發
展
水
上
活
動
與
戶
外
遊
憩
外
，
利
用
開
放
空
間
發
揮
洒
養
水
資
源
、
積
脖
過
多
降

雨
量
之
防
洪
功
能
.
，
如
此
不
但
增
加
景
觀
上
之
多
樣
性
又
可
發
揮
其
社
會
性
功
能
。
河
川
自
然
溼
地
之
保

護
可
減
少
河
川
侵
蝕
與
水
質
惡
化
的
問
題
，
也
可
以
保
育
自
然
界
植
物
及
動
物
棲
息
地
，
富
有
教
育
意
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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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
水
平
原
及
湖
泊
之
保
存
可
用
來
積
昨
河
流
中
過
剩
的
水
分
，
以
免
下
游
地
區
洪
水
暴
漲
的
災
害
。
植
被

土
壤
及
森
林
之
維
護
則
可
吸
收
降
水
以
減
少
地
表
逕
流
量
，
並
補
注
地
下
水
。
因
此
，
人
類
在
都
市
開
發

與
都
市
景
觀
設
計
中
，
應
力
求
保
留
河
岸
溼
地
、
洪
水
平
原
及
湖
泊
，
作
為
洪
水
期
宣
洩
多
餘
水
份
之
地

區
，
並
應
儘
可
能
減
少
破
壞
原
有
森
林
、
草
原
、
小
溪
、
沼
澤
及
原
有
天
然
排
水
體
系

•• 

或
以
景
觀

的
理
念
，
保
存
及
設
計
，
作
為
都
市
河
岸
開
放
空
間
，
以
減
少
洪
災
發
生
之
可
能
性
。

@
河
流
景

規
劃
應
其
體
呈
現
河
流
的
自
然
生
態
與
功
能
，
並
且
強
調
與
發
揮
河
流
景
觀
之
多
樣
性
功
能

河
川
水
文
系
統
之
設
計
可
同
時
兼
具
氣
候
改
善
、
野
生
動
植
物
棲
息
地
創
造
、
社
會
、
美
學
之
需
求
等
目

的
，
使
之
成
為
一
個
可
行
之
設
計
。
因
此
，
河
流
中
開
放
性
水
域
及
滯
留
地

a
z
g

巳
B
M
M
S
E

之
設
計

需
兼
其
發
揮
抑
止
洪
災
、
福
養
地
下
水
源
及
增
加
空
氣
中
水
氣
等
功
效

•• 

又
可
作
為
水
中
動
植
物
棲
息
地
，

增
加
河
流
之
生
產
力
及
活
化
都
市
的
遊
憩
空
間
。
河
岸
公
園
、
廣
場
、
遊
戲
場
等
鋪
受
舖
面
地
區
之
設
計
，

除
既
有
之
遊
憩
功
能
外
，
亦
可
利
用
其
不
透
水
性
做
為
暫
時
保
留
洪
水
期
之
多
餘
水
量
之
效
果
，
減
少
洪

水
期
對
都
市
地
區
之
損
害
。
河
岸
公
園
植
栽
計
畫
除
美
化
都
市
空
間
外
，
應
以
創
造
鳥
類
與
其
他
動
物
棲

息
場
所
，
並
洒
養
河
流
水
源
與
防
止
水
質
惡
化
等
功
能
為
目
的
。

這
些
理
念
的
落
實
，
才
可
真
正
的
結
合
自
然
美
景
與
創
造
愉
悅
空
間
的
精
神
與
文
化
意
義
，
並
建
立
河
川

景
觀
規
劃
之
新
意
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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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

景

規

護
主
"
之

基
本
上
，
在
河
流
規
劃
設
計
時
，
針
對
河
流
資
源
及
環
境
保
育
課
題
，
應
抱
持
的
目
標
輿
原
則
有
四

•• 

ω
與
大
自
然
動
態
原
則
相
配
合
﹒
.

河
流
在
大
自
然

系
中
是
一
個
動
態
的
循
環
，
它
包
含
一
個
由
地
理
、
水
文
、
動
植
物
生
態
所
互
動

系
，
及
一
片
由
人
類
歷
史
與
大
自
然
共
同
交
織
成
的
土
地
。
所
以
，
人
為
景
觀
設
計
與
河
流
資
源
維
謹
應

本
著
尊
重
這
個
大
自
然
生
生
不
息
的
過
程
與
特
質
，
才
不
致
破
壞
了
大
自
然
的
美
景
與
生
憊
的
平
衡
，
以

維
持
河
川
利
用
之
永
續
性
發
展
。

ω
設
計
的
經
濟
原
則

•. 

以
最
少
能
源
與
財
務
資
源
達
到
最
大
社
會
與
環
境
效
益
的
經
濟
原
則
應
在
景
觀
設
計
過
程
中
受
到
重
視
。

在
河
流
景
觀
設
計
與
維
護
上
，
這
個
觀
念
可
以
透
過
河
流
沿
岸
自
然
環
境
之
保
護
、
河
岸
植
栽
、
河
川
流

域
廢
棄
資
源
之
再
利
用
、
河
岸
沼
澤
、
水
塘
、
荒
地
之
再
利
用
等
過
程
加
以
普
遍
推
廣
。

ω
造
就
河
流
景
觀
多
樣
性
﹒
.

在
河
流
景
觀
設
計
的
概
念
上
，
生
活
品
質
應
指
趣
味
、
愉
悅
、
啟
發
等
景
觀
特
色
之
加
入
。
以
河
流
景
觀

來
說
，
每
一
個
河
段
都
有
不
同
的
地
形
和
生
態
特
色
，
若
我
們
都
以
配
合
自
然
景
觀
規
劃
的
方
法
去
謹
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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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保
護
與
呈
現
，
那
麼
就
可
回
歸
河
流
景
觀
充
滿
趣
味
性
、
多
接
性
、
及
富
教
育
寓
義
的
本
質
與
特
色
。

凶
強
調
河
流
自
然
環
境
功
能
﹒
.

減
少
水
文
、
植
物
、
土
壤
等
自
然
環
境
之
破
壞
保
育
過
程
，
應
被
廣
為
納
入
環
境
規
劃
輿
設
計
的
概
念
之

中
。
相
對
更
積
極
的
方
法
，
是
將
人
為
景
觀
與
自
然
環
境
生
態
連
結
合
成
一

.
，
大
自
然
能
源
與
養
分
循

環
系
統
可
被
連
用
於
人
為
景
觀
環
境
之
設
計
。
例
如

•• 

污
水
再
回
收
可
以
創
造
灌
概
用
水
輿
地
下
水
補
注

資
源
•• 

污
水
處
理
過
程
中
可
以
造
就
人
工
溼
地
、
提
供
魚
額
及
鳥
類
之
棲
息
地
.
，
河
川
整
治
可
創
造
河
流

的
動
態
景
觀
與
防
洪
治
水
及
遊
憩
功
能
之
融
合
。

而
針
對
這
些
目
標
與
原
則
，
在
規
劃
的
技
術
上
，
有
些
建

可
供
作
業
參
考

•. 

仙
生
物
資
源

查
以
生
態
系
上
的
族
群
為
單
位
，
而
不
以
分
類
學
上
之
科
別
來
評
估
。

ω
將
一
些
與
生
俱
來
的
資
源
價
值
保
存
下
來
。
雖
然
河
流
的
規
劃
應
確
保
生
憊
的
多
樣
性
、
大
眾
使
用
的
愉

攪
和
經
濟
上
的
利
益
，
但
這
其
中
最
重
要
的
一
項
仍
是
河
流
景
緻
的
保
存

•• 

因
為
它
除
了
保
存
河
川
的
生

態
體
系
興
盛
外
，
河
川
所
涵
養
的
各
種
豐
富
生
物
，
才
是
河
川
得
以
維
持
或
提
昇
景
觀
豐
富
性
、
生
態
地

多
樣
及
永
續
利
用
的
主
要
因
素
。

ω
維
持
豐
富
的
生
態
邊
際
地
區
自

g
H
O
B
B
)
|

位
於
各
景
觀
種
類
問
而
生
態
上
非
常
豐
富
的
邊
際
資
源
。

ω
在
配
合
生
態
系
的
發
展
原
則
下
，
做
區
域
性
的
整
體
發
展
計
畫
。

其
實
，
資
源
規
劃
經
營
最
大
的
挑
戰
，
是
如
何
去
保
存
或
提
昇
生
憊
的
多
樣
性
、
但
多
少
有
點
不
是
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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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自
然
的
生
態
體
系

•• 

而
非
企
圖
將
景
觀

到
它
最
原
始
的
狀
態
。

此
外
，
若
就
河
川
利
用
在
「
治
水
」
、
「
用
水
」
及
「
休
憩
」
的
需
求
而
言
，
規
劃
內
容
各
有
其
工
作

的
重
點
及
對
應
手
法
，
茲
將
其
分
別
簡
述
如
後

•• 

ω
治
水
方
面

•• 

重
點
在
於
防
洪
及
行
水
區
維
護
之
規
劃
'
其
主
要
規
劃
內
容
在
於
@
疏
導
用
水
池
@
堤
防
興

建
@
水
道
疏
渚
@
地
下
水
補
注
之
檢
討
等
。

ω
用
水
方
面

•• 

應
著
重
可
提
供
生
活
、
農
業
、
工
業
用
水
之
極
限
及
用
水
供
應
面
之
機
討
。

ω
親
水
遊
憩
方
面

•• 

規
劃
內
容

河
岸
的
空
間
使
用
，
諸
如
@
緩
坡
或
階
梯
護
岸
@
設
置
步
道

括

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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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綠
化
@
應
付
高
水
位
之
彈
性
設
施
@
相

休
憩
設
施
@
遊
艇
、
小
船
之
停
泊
設
施
@
景
觀
設
施
。

不
過
，
我
們
必
須
再
次
強
調

•• 

這
些
不
同
方
向
的
規
劃
訴
求
與
內
容
，
唯
有
在
全
面
性
整
體
的
考
量
下

相
互
配
合
，
才
可
達
到
最
佳
的
效
果
與
人
天
和
諧
的
目
的
，
也
唯
有
在
以
一
個
河
流
的
集
水
區
為
研
究
及
規

劃
範
園
、
涵
蓋
整
個
都
市
或
區
域
的
水
文
系
統
而
不
是
分
散
於
單
個
讀
點
的
考
慮
下
，
才
不
致
將
規
劃
的
理

想
減
弱
甚
或
消
滅

.• 

否
則
某
個
據
點
的
水
污
染
或
洪
氾
問
題
就
可
能
影
響
到
其
他
地
方
﹒
﹒
或
甚
至
某
些
方
式

的
排
給
水
處
理
，
造
成
區
域
內
的
水
質
污
染
。

一
般
河
流
景
觀
規
劃
作
業
的
內
容
及
過
程
大
致
酒
蓋
下
列
幾
項

•. 

ω
初
步
背
景
資
料
之
搜
集
及
研
析
﹒
﹒
@
歷
史
發
展
@
流
域
範
圍
@
現
況

'
包
括
河
流
景
觀
、
河
川
流
域

生
態
環
境
、
活
動
現
況
、
沿
岸
土
地
利
用
與
都
市
發
展
、
都
市
設
計
及
產
經
結
構
等
內
容
@
規
劃
範
圍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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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
定
。

ω
相
關
研
究
或
計
畫
的
引
用
或
參
考
﹒
﹒
各
種
流
域
的

發
展
政
策
、
法
令
規
範
、
洪
水
及
排
水
計
畫
、
水

源
管
理
措
施
、
早
期
的
流
域
規
劃
、
暴
雨
量
計
算
等
研
究
或
計
畫
，
足
以
提
供
規
劃
者
發
展
流
域
地
區
統

一
之
改
善
措
施
之
參
考
，
以
免
造
成
矛
盾
與
阻
礙
現
象
發
生
。

ω
計
畫
目
標
擬
定

叫
資
源
補
充

查
與
評
定
•. 

@
氣
候
@
水
文
及
地
質
@
動
物
@
植
物
@
地
質
、
地
形
與
流
域
@
景
觀
特
質
與

視
域
分
析
@
野
地
@
文
化
資
源
@
保
存
資
源
評
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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削
人
類
使
用
行
為
分
析
與
構
想
﹒
﹒
@
遊
憩
@
居
住
@
工
商
發
展

剛
發
展
潛
力
與
限
制
分
析

們
生
態
設
計
理
念
的
落
實
﹒
﹒
@
保
存
景
觀
的
多
接
性
@
絕
對
必
要
的
區
域
設
計
@
整
合
人
類
使
用
之
可
容
忍

度
@
生
態
及
社
經
上
經
營
管
理
的
改
變

剛
發
展
構
想
•. 

@
土
地
使
用
構
想
@
配
置
構
想
/
結
點
和
空
間
層
級
的
關
係
@
動
線
構
想

間
細
部
計
畫
•. 

@
結
點
空
間
細
部
發
展
@
植
栽
計
畫
@
公
私
部
門
的
設
施
與
服
務
計
畫
@
經
營
管
理
計
畫
@

財
務
計
畫
@
執
行
計
畫

ω
鼓
勵
民
眾
參
與

.• 

一
個
長
期
性
與
整

的
河
流
規
劃
與
管
理
，
有
賴
社
會
整

的
努
力
。
許
多
大
大
小

小
的
團
體
行
動
及
正
確
認
知
對
日
後
河
流
的
使
用
與
管
理
是
十
分
重
要
的
。
民
眾
參
與
的
層
面
包
括

•• 
@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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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
劃
過
程
參
與
@
使
用
者
付
費
過
程

•. 

如
美
國
科
羅
拉
多
州
軍

E
R

市
民
以
嚴
交
下
水
道
使
用
費
的
方
式
，

參
與
市
區

ω
2
S
E
E
Z
E
4

個
『
的
整
治
工
程
，
市
民
付
費
的
計
算
以
基
地
上
建
築
體
與
地
表
鋪
面
面
積
大

小
而
定
@
資
源
維
護
與
管
理
之
參
與
。

就
親
水
遊
憩
的
功
能
而
言
，
其
規
劃
過
程
應
重
視
使
用
之
可
能
性
與
使
用
者
的
需
求
與
愉
悅
。
因
此
在

這
一
個
過
程
中
，
除
了

查
與
深
入
了
解
流
域
的
環
境
外
，
為
了
能
夠
永
續
增
管
理
與
長
期
的
經
營
，
民
眾

的
參
與
及
回
饋
極
其
重
要
。
在
納
入
此
一
考
慮
後
，
民
眾
參
與
的
作
業
流
程
應
包
括

•• 

ω
相
互
的
溝
通

•• 

@
以
基
本
圖
做
為
談
話
記
錄
的
基
礎
@
讀
對
方
確
實
看
見
記
錄
的
內
容
與
方
式
(
可
以
繪

圖
方
式
)

ω
共
同
訂
定
目
標

.• 

由
調
查
(
訪
談
、
問
卷
)
中
確
定
目
標

ω
製
作
說
明

及
限
制
/
潛
能
(
機
會
)
分
析

•• 

@
社
會
與
生
態
特
色
圖
@
具
有
特
殊
意
義
之
活
動
場
所
@

環
境
的
限
制
與
潛
能
@
現
有
的
活
動
模
式
@
居
民

切
的
事
物

仙
將
環
境
介
紹
給
居
民
﹒
﹒
@
可
以
簡
報
/
研
習
會
/
圈
遊
會
/
說
明
會
等
方
式
@
記
錄
居
民
的
反
應

問
擬
具
一
個
共
識
的
型
態

削
繪
出
期
望
的
活
動
場
所
或
使
用
類
別

的
以
原
型
和
特
質
激
發
形
式

的
訂
定
概
念
式
的
判
斷
標
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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ω
發
展
一
系
列
的
規
劃
設
計
計
畫

仰
建
造
前
的
評
估
(
評
估
項
目
應
少
於
廿
五
項
，
否
則
有
討
論
上
的
困
難
)

ω
責
任
的
移
轉

ω
建
造
後
的
評
估

茲
以
美
國
麻
州
渡
士
頓
地
區
查
理
士
河

(
2
E
B
E
4

叩
門
)
與
科
羅
拉
多
州
丹
佛
市
的

E
E
F
E
E
Z

何
可
叩
門
之
實
例
，
做
為
前
述
內
容
的

釋
輿
說
明
。

查
理
士
河

(
2
R
H
g

但
4
月
)
自
歐
洲
移
民
到
達
美
國
被
士
頓

a
g
H
8
)

以
來
，
一
直
是
水
力
灌
溉
的
來

源
及
污
水
排
放
的
去
處
。
十
八
世
紀
時
期
，
市
政
府
曾
大
量
進
行
市
區
排
水
、
污
水
系
統
及
道
路
舖
面
之
都

市
建
設
，
企
圖
改
善
河
水
水
質
污
染
的
問
題

•• 

然
而
，
十
九
世
紀
，
該
區
推
出

g
n
w

切
是
地
區
的
發
電
廠
水

壩
建
造
計
畫
卻
造
成
該
河
的
水
質
惡
化
。
水
壩
的
建
造
導
致

g
n
w
E

呵
地
區
遍
佈
混
樺
的
沼
地
和
污
載
的
水

塘
，
水

也
受
到
極
大
的
污
染

•• 

這
些
都
是
因
為
潮
汐
受
該
水

阻
礙
使

p
m

己
g
E
Z

『
無
法
新
陳
代
謝
所

致
，
因
此
，
查
理
士
河
成
了
當
時
波
士
頓
居
民
口
中
的

Z
E

身

但
4

月
。
為
此
，
十
九
世
紀
末
期
，
景
觀
建

築
師
帽
，
且
叩
門
戶
n
w
H
b
d
呵
。
百
旦
旦
提
出
了

E
n
w

切
昌
地
區
的
衛
生
及
洪
氾
改
善
計
畫
，
以
合
乎
自
然
的
方
式
為

進
行
排
水
及
水
質
保
護
而
設
計
了
一
個
名
為

E
n
w

切
閻
明
岡
村
仰
自
由
的
地
區
。
它
是
由
一
個
抱
掘
此
區
潮
汐
產
生
的

泥
檸
沼
地
而
成
，
整
個
計
畫
包
含
抱
攝
一
個
三
十
英
敵
大
的
洪
水
滯
留
盆
地
、
疏
竣
河
道
及
水
閉
門

(
d
e
-

c
m
g
)
的
設
計
，
以
發
揮
臨
時
時
存
多
餘
雨
水
之
功
能

•• 

並
於
緩
坡
地
區
形
成
自
然
土
堤
，
栽
植
以
耐
週
期
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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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深
變
化
的
植
物
，
以
控
制
查
理
士
河
洪
峰
期
的
水
流
，
減
少
洪
氾
發
生
之
可
能
。
過
了
十
數
年
這
些
堤
防

植
栽
已
長
得
非
常
好
，
由
於
植
栽
的
密
度
及
多
樣
性
(
在
二
又
二
分
之
一
英
敵
的
土
地
上
種
植
十
萬
株
不
同

的
灌
木
、
爬
藤
及
草
花
)
，
使
人
們
以
為
這
些
植
栽
原
先
就
是
生
長
在
這
裡
。
這
個
計
畫
不
僅
有
效
改
善
此

區
的
水
質
惡
化
與
洪
災
問
題
，
其
建
造

F
S

及
河
道
設
計
的
方
式
、
整
治
河
川
的
作
法
在
當
時
都
相
當
前
衛
。

這
個
河
川
改
善
計
畫
後
來
被
景
觀
與
都
市
歷
史
學
者
讀
譽
為
美
國
公
園
規
劃
的
里
程
埠
，
並
被
譽
稱
為
、
讀

翠
鍊
珠
，
自
目
。
B
E
E
n
w
z
n
m

了
，
不
過
O
E
Z
E

本
人
卻
拒
絕
使
用
、
公
園
，
的
字
眼
形
容

3

日
這
個
地
區
，

因
為
它
除
了
在
溼
地
旁
提
供
漫
步
道
及
車
道
外
，
並
未
提
供
任
何
一
個
休
憩
地
點
。
實
際
上

E
n
w

切
是

3
日

使
溼
地
與
都
市
可
以
同
時
存
在
，
除
了
改
善
當
地
洪
氾
及
水
污
染
的
問
題
外
，
其
最
大
的
創
舉
便
是
利
用
自

然
的
河
流
生
態
體
系
納
入
河
川
整
治
過
程
中
.
，
而
遊
憩
系
統
的
功
能
只
是
附
帶
的
。
二
十
世
紀
中
葉
時
期
，

為
了
長
期
管
理

S
E
g
E
4

叩
門
的
洪
水
問
題
及
保
存
河
流
水
資
源
，
美
國
軍
方
擬
定
了
一
個
流
域
洪
泡
管
理

計
畫
，
主
要
是
在
河
口
興
建
一
個
水
壩
控
制
下
游
地
區
都
市
排
水
。
此
舉
已
使
明
自
由
地
區
因
缺
乏
潮
水
的
循

環
而
逐
漸
消
失
，
成
了
廢
土
堆
積
與
住
宅
開
發
的
地
區
。
不
過
，
這
個
新
計
畫
最
主
要
的
理
念
仍
是
利
用
大

自
然
水
循
環
的
特
質
。
全
區
的
排
水
系
統
乃
是
利
用
保
存
中
上
游
流
域
中
總
面
積
近
二
萬
英
敵
的
溼
地

有
而
已
自
身
)
，
作
為
降
雨
集
中
期
脖
存
多
餘
水
分
的
地
區
，
以
完
全
取
代
任
何
人
工
興
建
的
擋
水
牆
、
堤
防
及

水
庫
。
此
種
利
用
保
存
河
岸
溼
地
的
自
然
河
流
地
形
，
除
可
發
揮
防
洪
治
水
的
功
能
，
並
且
保
存
了
野
生
動

植
物
生
態
，
成
為
自
然
景
觀
教
育
與
休
憩
地
區
。
且
其
所
需
經
費
只
須
水
壩
、
堤
防
興
建
工
程
費
用
的
十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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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一
，
而
這
個
流
域
溼
地
保
存
計
畫
的
真
正
淵
源
實
際
上
便
是
來
自

o
g
z

旦
的

E
n
w

皆
可
3

日
計
畫
理
念
。

E
Z
H
V
E

缸
片
。
同
古
巴
流
經
美
國
科
羅
拉
多
州

U
O
E
R

市
區
，
分
別
於
一
九
六
五
年
及
一
九
七
三
年
經
歷

過
兩
次
規
模
不
小
的
洪
災
。
在
民
情
及
選
舉
的
壓
力
下
，
市
政
府
針
對
該
河
川
流
域
地
區
進
行
整
治
計
畫
已

是
刻
不
容
緩
之
務
，

計
畫
除
了
追
蹤
洪
災
發
生
原
因
及
檢
討
沿
岸
都
市
計
畫
之
內
容
以
期
從
流
域
地
區

各
城
鎮
之
土
地
使
用
著
手
外
，

U
O
E

叩
門
市
還
對
市
區
內
十
英
哩
長
的
河
道
進
行
再
利
用
及
河
流
景
觀
規
劃
工

作

利
用
的
重
點
在
清
理
原
來
密
佈
於
河
道
中
的
碎
石
碟
、
排
水
溝
、
河
川
綠
帶
之
設
置
及
河
川
遊
憩

設
施
之
利
用
。
該
計
畫
被
稱
作

d
z
g

若
是
可
缸
片
，
是
由
一
個
民
間
主
導
的
組
織
所
推
行
。
他
們
將
流
經
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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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
十
英
哩
的
河
道
中
碎
石
堆
、
污
染
源
、
排
水
道
、
垃
圾
堆
及
廢
棄
地
以
河
岸
景
觀
公
園
取
代
，
可
供
作
水

上
運
動
、
公
共
集
會
、
腳
踏
車
道
及
慢
跑
步
道
及
自
然
研
習
之
場
所

•• 

原
先
河
流
，
中
的
水
壩
有
許
多
水
階
可

供
木
舟
、
橡
皮
艇
泛
舟
，
現
在
人
們
利
用
這
些
人
造
而
真
有
挑
戰
性
的
急
流
進
行
比
賽
或
彎
道
追
逐
。
精
心

設
計
以
石
塊
堆
砌
成
的
河
堪
，
產
生
了
許
多
水
塘
、
激
流
、
避
禍
，
是
一
個
理
想
的
划
船
遊
憩
區
。
河
川
上

游
地
區
設
置
了
一
個
水
壩
，
一
方
面
提
供
防
洪
之
用
，
一
方
面
在
週
末
遊
憩
高
峰
期
或
枯
水
期
可
宣
洩
水
量

以
作
為
水
上
活
動
之
用
，
減
少
活
動
受
阻
。
整
個
河
流
綠
帶
系
統
共
連
接
十
八
個
公
園
，
共
計
四
百
五
十
英

敵•• 

該
計
畫
並
繼
續
推
動
河
流
上
游
及
下
游
共
四
十
五
英
哩
長
的
河
川
綠
帶
及
遊
憩
系
統
的
串
連
，
希
望
河

流
的
利
用
可
及
至
習
俗
可

E
o
g
g

戶
口
的
的
山
腳
和
p
z
s
e

平
原
的
遊
憩
區
。
在
整
治
過
程
中
，
造
成
洪
氾
的

混
石
堆
積
物
被
站
起
成
為
建
造
公
園
內
步
道
、
瀑
布
水
景
、
河
堤
構
造
物
的
原
料
。
而
公
園
內
的
露
台
輿
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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橋
都
滿
植
樹
木
做
為
酒
養
水
土
的
功
能
，
整
個
河
岸
綠
帶
設
計
巧
妙
地
融
合
自
然
界
水
循
環
及
生
憊
的
觀
念
，

有
效
地
為
洪
水
期
間
多
餘
水
份
提
供
一
個
積
蹄
地
，
防
止
洪
水
向
兩
旁
都
市
地
區
漫
延
造
成
損
失
。
由
於
河

水
水
質
之
控
制
與
改
善
是
河
流
與
水
岸
再
利
用
的
先
決
條
件
，
計
畫
中
由
垃
圾
堆
及
高
速
公
路
維
護
場
等
砂

石
污
染
源
之
遷
移
著
手
，
並
且
嚴
格
限
制
街
道
碎
屑
及
合
鹽
的
雪
水
傾
倒
入
河
中
，
甚
至
沿
岸
殘
破
髒
亂
的

住
宅
區
也
被
公
園
綠
地
取
代
，
以
此
維
護
了
河
川
的
水
質
。
至
此
，
我
們
可
看
出
，
河
川
之
再
利
用
已
不
僅

止
於
與
其
自
然
之
生
態
本
質
相
結
合
，
它
除
了
減
少
水
質
之
惡
化
輿
洪
水
之
災
害
外
，
並
使
河
川
生
產
之
永

續
性
得
以
保
存
•• 

河
岸
景
觀
綠
地
也
因
同
時
被
利
用
於
休
憩
之
功
能
，
但
使
人
類
生
活
與
河
流
之
關
係
更
密

切
而
活
潑
。

為
了
落
實
河
流
規
劃
的
理
念
與
目
標
，
基
本
上
，
在
發
展
河
流
設
計
時
，
應
完
成
下
列
的
實
質
細
部
計

畫
或
主
題
•. 

ω
水
路
的
確
定

ω
水
深
的
維
持

ω
水
質
的
確
保
與
提
昇

叫
溶
氧
濃
度
的
安
定
化

問
水
溫
變
化
的
掌
控

附
確
保
大
地
與
河
川
的
水
循
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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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減
少
河
岸
的
地
表
逕
流

的
提
供
雨
水
時
留
的
機
會

叫
水
陸
交
界
處
植
生
的
自
然
性
與
保
育

個
設
施
的
安
全
性

ω
水
際
線
的
變
化
與
延
續

的
水
生
動
物
生
態
環
境
之
維
護
或
復
育

的
掌
控
污
廢
水
排
放
的
品
質

個
提
供
/
確
保
適
當
水
生
動
物
生
活
的
流
速

的
提
供
可
行
的
不
同
性
質
的
河
床
排
列

M
W各
種
水
凜
的
設
計
及
水
的
流
動

m
養
護
河
岸
的
植
栽
設
計

倒
水
路
輛
蜓
輿
淺
灘
的
設
計

的
凹
穴
、
水
蓮
的
利
用

帥
、
河
岸
提
供
透
水
性
的
舖
面
材
料
或
施
工
方
法

的
設
置

節
池
/
人
工
湖
的
可
能
性

的
使
用
具
滲
透
性
之
排
水
設
施
(
排
水
管
/
排
水
陰
井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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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水
生
動
物
棲
地
環
境
的
提
供

這
些
設
計
內
容
，
除
了
在
工
程
問
題
上
的
解
決
，
及
在
生
態
工
程
技
衡
上
的

用
外
，
如
何
在
設
計
中

詮
釋
自
然
，
以
使
我
們
感
知
到
時
間
與
地
方
性
?
及
如
何
在
設
計
中
表
達
出
對
河
流
生
態
方
面
的
關
聯
，
又

能
兼
具
優
雅
環
境
的
品
質
，
護
人
們
感
覺
到
自
然
即
圍
繞
在
四
周
?
如
何
在
設
計
中
取
材
於
自
然
以
增
加
環

境
造
型
與
性
格
的
深
遠
意
義
及
象
徵
性
?
是
否
可
在
結
合
自
然
與
人
類
活
動
的
環
境
中
'
記
錄
下
自
然
與
人

類
活
動
的
軌
跡
?
都
是
現
代
景
觀
建
築
師
的
挑
戰
，
也
是
我
們
共
同
追
尋
的
目
標
。




